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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实验性示范性高中“大境中学杯·百年圆梦主题征文”优秀作品选登

一
扇窗户，透过它，可以看到一

幅幅画面。有人看到的是雅

和静，有人看到的是俗和闹，这正如不同

的人对待中国文学存在的态度不同，最

终反映其人生的格调也大不相同。

鲁迅先生曾说过：“中国惟有国魂

是最可宝贵的。惟有他发扬起来，中国

人才真有进步。”

现如今，我国正处于一个飞速发展

的时代，先进科技的大量涌入，快节奏

的生活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然而，在

这世纪大变革之际，我们也始终不能忘

了，自己正随着祖国，走在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事业的发展道路之上，而中国的国

魂——文学，在这一发展之路上，则必

然是不可或缺的。

文学，让我们体验文字的魅力，领

略自然的旖旎，我们阅读书籍与文章，欣

赏大师笔下优雅的文字，仿佛置身于

其描绘的种种如画的美景之中，或是驾

一叶扁舟，入景随风，去寻那深潭微渊

的静谧之景；或是执一柄竹杖，脚踏芒

鞋，去寻那烟雨迷蒙的幽兰之景。

文学，可以让人推开视野之窗，将

那文字所描摹的景色以及自身的美韵饱

览无余，我们所追寻的正是这样清新素

雅的人生格调。现如今中国的文学发展

正需要我们以这样的人生格调去追寻

文字的美。

文学，还能让我们推开心灵之

窗，帮助我们坚定自己的信念，我们所追

寻的，还是这样一种乐观自信、坚强无

畏的人生格调。                                               
与此同时，文学也使我们明智地生

活，文字就是人生，受到的熏陶多了，精

神境界才得以被提高。

“汉字听写”“诗词歌赋”类节目

的走红，在中国掀起了一场“中国文学

热”。在这泱泱三千多年的中华文明史

中，我们外在的眼看到的是那一句句的

经典诗词，而内在的眼，则将中华诗词的

文学之魅力深深刻印成一道道历史的

血痕，于我们心中铭记，于整个社会所铭

记，最终，于整个中华民族所铭记。这不

正是现代人所一直追寻的中国梦吗？

想要看到最美的窗外景，文学是

不可缺少的。我们在这之中追寻自己生

命的格调，或是清远宁静，或是恬淡幽

清，格调不同的人，看到的窗外之景亦不

同。而只有将自己的人生过得充实又饱

满、将文学这一中国的国魂镌刻心中，才

能真正称得上是一个中国人，才能将中

国文学这一民族的、国家的精粹，发扬

成为被世界人民所认可的华夏文化。我

们不该忘了，我们不能忘了，文学之叶飞

舞的地方，华夏的星星之火才可燎原。

文学是生命的标尺，靠它就能够度

量出人的精神纯度和人生高度；文学更

是中国的灵魂，靠它，每一个中国人才能

浸润文学的气息，骄傲地承担起振兴中

华的责任，圆好百年中华梦。

（文章有删节）

千
年的沧海桑田，斑驳了岁

月的颜色；千年不变的风

霜，凝固了永久的记忆。每段历史都

是一段生活，一段难以磨灭的文化

之旅。往往在生活的罅隙里，隐藏着

代代人的百年圆梦。

在往昔生活的罅隙中，生存着

这样一群上海人，它们居住在这拥

挤却又温馨的弄堂里。它经历了战

乱与和平，在那个时代，楼外的楼

推倒再重建，而弄堂却始终如一。如

今，弄堂已经随着他们那一代人渐

渐远去。当我再向爸爸问起对弄堂

的回忆时，父亲如是说，弄堂是个大

家，每个走进弄堂的人，都心照不宣

地卸下了心中的风霜，尽量不让世

外的纷乱打扰这个大家的宁静与

安好。这是那一代人心中的美好缩

影。但无论是具有观赏性的皮影，还

是这时代的弄堂生活，无论我们怎

样去尽力地宣扬它们的魅力，但终究

他们也随着时代的发展渐渐褪去了

他们的浓墨重彩。

叹人间，美中不足今方信。这

迷宫般的城市，让人习惯看相同的

景物，走相同的路线，到同样的目的

地；习惯让人的生活不再变。我们

渐渐地忽视与淡漠了曾经给予我们

真正快乐的事物，也摈弃了我们最

为独树一帜的精神文化的沉积。“振

兴中华，百年圆梦”在我的心中一直

是一个很神奇梦幻与振奋人心的主

题，有时候对我来说这个主题过于宽

泛已让我觉得有些不知所措，更不知

道如何去作这位“天下兴亡，匹夫有

责”的有识之士，也不知如何富有责

任感，具有行动力地去振兴中华。但

在我不断的成长过程中，我觉得每个

人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

的扬弃的想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去

完成这个伟大的使命，这会让我们的

文化变得更有本土的特色，也让我们

的中华在经济政治各方面的强壮发

展中，更去彰显文化的魅力。

鲁迅先生在《伤逝》中写过，生

活，原如鸟贩子受理的禽鸟一般，仅

有一点小米维系残生，决不会肥

胖；日子一久，只落得麻痹了翅子，即

使放出门外，早已不能奋飞。生活不

能变得乏味麻木，人也不能在这自己

所不能主宰的世界中随波逐流，变

成了傀儡或是行尸走肉。一些我们毫

不在意或是忽视了的文化精神，正

在生活的罅隙里慢慢地等待，期待

着我们的发现与传承，去实现一代

又一代的百年圆梦。我想这样，我们

的前辈们一定会露出最欣慰的笑

容，我们也会去经历到更为有趣的

生活。在生活的道路上，我们只有展

望未来，才能向前迈进；只有回首

过去，才能理解人生。去温故而知

新，这百年的梦方可圆。

（文章有删节）

生活罅隙里的百年圆梦
复旦中学  王祺

追求人生格调 

振兴百年中华
曹杨二中  胡哲源

点评：“圆梦中国”真是一个宏大的主题。一名高中生，该如何回应这个主题

呢？本文的作者向自己的内心寻找答案，以自己最喜爱的“文学”为切入口，选材

可谓用心。文章叙写了作者阅读文学时的所感所悟，回顾了自己追逐小小文学梦

的过程。更难得的是，作者又从个人感受写到社会现象，从各类文化节目，思

考文学之于社会、国家，乃至民族的意义。相信作者能以一名小小文学爱好者

的身份，承担起“圆梦中国”这份沉甸甸的责任。

点评：中国梦是一个非常大的话题，王祺同学从自己的身边生活

写起，更形象，更有说服力。首先题目起得抓人眼球。“生活罅隙里的

百年圆梦”，“生活罅隙里”几个字，从小的方面入手，能更好地体现

大的方面，文章里具有思想性的句子不胜枚举，可见作者平时在思考

和表达方面极具功底，本文不失为一篇佳作。

点评教师：鞠朝霞


